
最新论语国学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国学读后感篇一

作文我好似在做梦，那雨声不听的在我脑海里回荡着—?450
字作文我在离妈妈接我的地方很远就开始寻找妈妈的身影，
可是却找不到。我回来时，就会给他盖上一层小被儿。"这句
话就诠释了平凡可以理解为富贵，诠释了平凡不是富裕与贫
穷的防线，也不是富裕与贫穷的过度线?就在饿狼快追上他时，
他见到前面有口不知有多深的井，不顾一切跳了进去。

课间随意翻阅书本，不觉被里面的内容牢牢吸引了，这本书
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枯燥难懂，论语中的经典话语加上一个个
小故事，变得生动形象，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每当夜晚难以入眠时，我便捧着它细细品味，细读之中，也
读出了一点点自己的心得.

为人之道，贵在真诚.自懂事以来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
些人处世圆滑，左右逢缘;有些人巧舌如簧，善于奉承;有些
人耿直憨厚，善良朴实;有些人刻苦兢业，舍已为公;有些人
无为颓废，胸无大志.这些类型，我觉得都和自己对不上号，
我自己却是挺喜欢真实，不太会耍弄心机，也不善于推卸任
务，也许源于老师对我的教导：做一个真诚的人.真诚是搞好
人际关系的良方，与人交往，不虚伪，不矫饰，真诚地面对
每一个人，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我想他人也会热情地接受
你.

这本书还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有些故事我还没有细细地读完，



不过我想我会挤出时间去细品的，看着书柜里长年作为装饰
品的书籍，我很惭愧，没把书当成自己的朋友，我想我会重
新去认识它们，就像《论语》里说的，为人之道，贵在真诚。

?论语》，可谓我国文学史的一大瑰宝，如果有时间，可要记
得研究一下哦!

论语国学读后感篇二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
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
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
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
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
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
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
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
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
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
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
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
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
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
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
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
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
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
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论语国学读后感篇三

云游书海，翻阅古籍，经典无处不有，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令世人惊叹不已，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影响着世代炎黄子孙，读其《论语》，渗透人生真谛，学会
处事原则。读了《论语》，懂待人接客“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这句流传自今的名句从小就教导着我们要善对朋
友，礼貌待人，人生在世，朋友是我们最不可缺少的，正是
因为有了朋友，我们的生活才不会那么单调，我们的生命才
不会那么枯燥，而与朋友相处，我们又应该做到什么呢？就如
《论语》所道，我们应该以热情乐观的态度去对待朋友，这
样，友情才会更加珍贵，朋友才会伴你一生。

读了《论语》，让我以后会以更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朋友，让



我更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友情。读了《论语》，知生活智慧
《论语》道：圣人千虑，心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
再伟大的人物考虑问题，都会有不周全的地方，然而再笨的
人思考问题，也可能会想出一引起有益的意见，就如契诃夫
所说：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不
敢叫，在生活，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某些方面不如他人，就放
弃自己，就夫去自信，即使我们没有别人聪明，我们也应该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问题，不怕愚昧，只要勇气。像贝多芬一
样，即使双耳失聪，也用心灵谱写奇迹；像爱迪生一样，即
使失败多次，也用智慧带来光明；像海伦？凯特一样，即使
身体残疾，也用毅力战胜病魔，永远的相信自我，超越自我，
就一定可以做到。

读了《论语》，解学习人生学习乃人生之大事，而方法又是
学习的心脏，《论语》就告诉了我们“学而不思则惘，思而
不学则殆。”学习要思考才会得以升华，才能从中提取珍宝，
我们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在一起，才是学习最高的境界，学
习不只是学习，而是给予我们一个思考的大舞台，展现的大
世界，所以，结学与思两者融为一体，是《论语》给予我的，
也是告诉天下每一位学者的。小小《论语》，给予我人生大
大的智慧，收录着的不只是经典，更是精神与灵魂的结合体，
读了《论语》，感世间百态，悟人生真谛。

文档为doc格式

论语国学读后感篇四

一本好书就好比一座矿山，只要你不断地从中挖掘，反复品
味，就能受益无穷。

读一本好书，就像在和书的作者谈话，因为书是作者内心所
见，所感，所思。而我第一遍阅读一本书往往没有什么深刻
的体会，但在深入的了解，思考，你就会发现一片好比天空
和海洋一样让你宁静致远的世界。《论语》就是这样一本好



书，一本站在诸子百家顶峰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政治，人文，
礼仪，道德等许多方面，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而这部经典之作在当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走进《论语》，跨越时空的障碍，何其有幸见到了和蔼可亲
的孔子和他那些勤勉好学的弟子。我听见了孔子对我说“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我看见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学术讨论，
互相交换自己的志向，我感受到了孔子及其学生对知识的渴
望和对自身严格的要求。我便向孔子提问说：“怎样才能做
一位君子呢?”孔夫子一缕胡须，呵呵笑道：“君子不
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与孔子交谈一番
后，又看到了他的门生曾子，他一边走一边吟诵：“吾日三
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
诵完后微笑着看着我，我猛然醒悟，他是在叫我每天反省自
己过错并加以改正，我谢过曾子，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
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坐在路边若有所思，心想此人一定
是颜回了。便不由得低吟起孔子的那句话“贤哉，回也，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此情此景，孔子之言不虚啊!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抛诸
脑后，只想着去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学养，我暗暗记下这一幕，
不去打扰颜回。遨游在仁爱的海洋里，我不能自已。

中华泱泱大国，上下历史5000年，长江，黄河，辽阔中原，
孕育了深厚的古代文化，它是《论语》，是中华五千年历史
的积淀;它是《论语》，是华夏璀璨文明的结晶;它是《论
语》，是国家乃至世界的瑰丽宝藏。而《论语》让我最受用
的是它告诉了我生活中许多处人为事的道理：脚踏实地地做
人、认认真真地学习、诚实守信地交友、孝顺地对待家人，
这样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完美。这就是论语的智慧，它像一剂
良药，治愈着我们的心灵，它是一盏明灯，点亮我们勇往直
前的道路。



论语国学读后感篇五

翻开薄薄的《论语》，我发觉如今的我们已离儒家文化甚远
了，也许以今人的眼光，论语中的孝道已很难让人接受。但
我想说：请大家捧起《论语》，让我们重视孝道。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其实父母就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我们观其志，
而等到我们成为父母眼中的成人，多的更是任性的小王子、
小公主，而少了对父母的崇敬之情，孝字难寻呀!我曾听说父
亲出售血换来的是儿子无止境的花销;我曾看见一个绝望母亲
的泪水，却换不来浪子的回头。我不禁想问：孝从何寻?早在
春秋之时，夫子便有子寻父志之思想，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以崇敬的心来奉养父母，这就是我们对父母最大的回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
今我也见年过半百的父母仍为孩子操前忙后，真不知作为儿
女的他们是否对父母之年有夫子般的见解。而有感于父母之
年这正是现在儿女应尽的孝道。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看完这句，我不禁
想起报纸电视上一个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和那流满泪水的父
母的脸。夫子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孩子应
该在父母身边，若有时要远行必告知父母。若那些离家的小
孩能捧起《论语》，若明了此句的深刻含义，便知父母之用
心良苦，便会少一些离家出走的孩子和焦虑万分的父母。如
果今后我们远游了，我们更应当珍惜与父母团聚的时间，要
在有限的时间内给父母以最大的关心来弥补远游之缺。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
馔，曾以为孝乎?”侍奉父母和颜悦色就是孝。而对于现在的
小王子、小公主，和颜悦色大概只是父母对他们吧!若以夫子
之言，我们应当以遵从的心来面对父母，以此来表达我们对
父母的感激之情。而要在小王子、小公主辈重拾对父母的敬



佩服从之心，重捧《论语》，势在必行。

读《论语》，才明白了孝字当头必从小事行起，才懂得对父
母的爱应当更加的珍惜，而对父母的爱应当更加真切、切实。
重读《论语》，受益匪浅，我坚信这部哲学原典的光辉必能
照耀普世孩子的心。重读《论语》，对我们意义深远。


